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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辉
见习记者 党梦琦

“ 在 农 村 土 地 确 权 登 记
中，由于工作不负责，造成
土 地 权 属 信 息 登 记 错 误 。”

“一些扶贫项目论证不充分，
仓促上马，影响了全市的脱
贫工作工作，是不是不严不
实 ？” ……5 月 31 日 早 上 ，

“铁面问责 直面整改”再次
开问，市农业农村局、市畜
牧局、市扶贫办、市农机推
广服务中心、市农科院等五
家涉农单位接受提问。

近10万户基本农田信息出错

据了解，市农业农村局在
全市农村土地确权登记中，存
在凭经验登记现象，造成我市
一些地区农村土地面积、属
性、权属信息等登记错误，这
些错误目前整改情况如何？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调研员戴大贤说，截至 5月 27
日，全市 8个县区都全部完成
了套用基本农田保护成果图，
共排查出涉及有 25 个乡镇、
1935个村民组、99612户基本
农田信息错误，现在已整改
17233 户 ， 正 在 整 改 82379
户，预计今年10月底前全部完
成整改工作。

项目不评审 评审费却照发

2016年市委巡察组对原市
农业局巡察时发现，原市农业
局对项目审批把关不严，所有
项目实施都没有经过集体研
究，专家评审制度成摆设。抽
查的 31 个项目中有 29 个项目
没有专家评审意见，而评审费
用却正常发放；项目现场核查
不深入、走过场；项目审批不
公示。

戴大贤说，出现这些问题
还是监管不到位，下一步首先
从制度上规范我市农业农村项
目管理。其次，在项目实施
中，要严把项目申报关、建设
关、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农业
农村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
使用效益。

畜牧养殖技能培训流于形式

市畜牧局脱贫攻坚帮扶措
施缺乏深度，行业扶贫可持续
性不强，主要依靠养殖企业带
动贫困户脱贫，目前帮扶贫困
户 2967 户，协议已到期 1341
户。协议到期后，将如何保障
贫困户的持续稳定增收？另
外，2018年市畜牧局举办的畜
牧养殖就业技能巡回培训，存
在流于形式的问题。

“诚恳接受批评，我们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确实还有做
得不到位的地方。”市畜牧局
党组成员刘爱国说，今年与协
议到期的贫困户继续签订新的
帮扶协议，并制订一系列措施
帮助贫困户持续增收，比如，
出台激励措施，激发企业参与
带贫帮贫的积极性。对有能力
的贫困户，加大帮扶力度，帮
助搞好养殖增收。对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就地就近选取畜
牧企业，增加务工收入。

在技术培训方面，市畜牧
局将通过网络媒体、送科技下
乡、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等形
式，广泛宣传发动。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加大培训力度，根据
调研摸底情况，聘请群众需要
的专家。采取片对片、点对点、
一对一的形式开展订单培训，
精准培训，确保培训效果。

畜牧资金投放把关不严

市畜牧局在涉农惠农项目
监管缺失，资金重复投放问题
突出，项目验收把关不严，影
响了涉农项目资金的使用效
果。

刘爱国说，针对这些问
题，市畜牧局将按规定向社会
公开涉农惠农项目的立项信
息、验收结果和资金安排情况
等，接受社会监督。项目实施
前进行充分调研，广泛征求基
层养殖场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建
议，站在全市高度系统谋划、
统筹使用有限资源，避免项目
资金重复投放。

农机专业合作社监管缺位

这些年，政府在农机推广
方面也出台了惠民政策，但是
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机专业
合作社的资格认定、扶持资金
后期监管存在缺位情况。

对此，市农机推广服务中
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李自厚
说，将与市财政部门组成联合
检查组，对扶持过的农机专业
合作社资金到位、资金使用等
情况进行检查，提出整改要
求。与此同时，在农机补贴资
金方面，要重新修订完善，按
照制度办事，杜绝人为操控因
素，防范权力寻租的潜在风
险，确保扶持项目公开、公
正、规范实施。

农业科研创新力度不够

近几年，市农科院应对市
场需求变化调整农业科研方向
行动迟缓，整体科研工作不能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要求。
一些科研课题几十年不变，没

有实质性进展，造成资源浪
费。如何提高科技创新驱动能
力，提高科研质量呢？

市农科院院长张运栋说，
根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要求，市
农科院砍掉棉花等研究课题，
新上小麦集约栽培、畜牧、生
物技术等研究课题，育种目标
也转向了优质高效节能环保。
同时与国家和省农科院、河南
农大等建立密切联系，广泛开
展合作研究，提升科研水平，
并且制订完善了激励政策，激
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热情。

扶贫项目仓促上马进展缓慢

近几年我市有一些扶贫领
域的民生工程项目进展缓慢，
甚至存在个别项目资金闲置一
年以上的现象，造成不良的社
会影响。下一步怎样避免此类
问题的发生？

市扶贫办党组成员、调研
员闫长海说，部分项目推进较
慢，主要原因是项目论证不充
分，项目用地、规划等前期准
备工作不到位，施工合同签
订、场地清理等统筹不够，工
作作风不严不实，对扶贫项目
指导不力、督促跟进不到位。
2019年，市扶贫办对全市扶贫
项目进展情况和资金拨付情
况，实行台账式管理和“双周
通报”制度，并结合项目进度
进行跟踪督查，确保资金早拨
付，项目早建成、早见效。目
前，全市计划实施的 456个项
目已开竣工项目 386个，开竣
工比例已经达到了 85%，争取
9月底前全部完成任务。

基层填表报数负担重

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进入决
战阶段，根据调查，一些乡镇
几乎每周都要迎接上级关于扶
贫方面的检查考核和调研，年
初岁末表现尤其明显。某镇长
反映，曾一天迎接过 4个部门
检查扶贫。乡镇干部反映，一
次扶贫会议需要记录在 4个本
上 （村支部、第一书记、支部
书记、包村乡干部会议记录
本），还必须按照同一模板
写，重复记录，加大工作量。
并且在一些地方，冗余的填表
报数工作过度留痕，占用基层
干部时间、耗费精力。

闫长海说，过去基层填表
报数的情况确实多，今年按照
有关要求，改进了督查检查方
式，检查避免沦为“迎来送
往”，增加实地暗访比重，减
轻基层迎检压力，尽量不打扰
和干扰基层工作。

在内容上以专项督查为
主，并且发挥信息平台的作
用，减少基层填表报数、过度
留痕等问题。坚决反对脱贫攻
坚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让基层干部从无谓的事务
中解脱出来，务实推进脱贫攻
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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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涉农单位 聚焦脱贫攻坚

□文/图 见习记者 党梦琦

“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
就能挣钱。”舞阳县莲花镇贫
困群众陈更西说。5月 31日，
记者在舞阳县莲花镇玉皇庙村
的扶贫就业创业基地内看到，
这里一片繁忙。近年来，莲花
镇整合利用各类基地资源优
势，为贫困户提供多种产业扶
贫项目，极大丰富了贫困户择
业需求，让困难群众灵活就业。

工厂就在家门口

在扶贫产业园区河南蓝芯
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
货架上摆放着各种色彩的LED
灯，穿过货架区，转盘机、注
塑机、灌胶机等运转着，几十
名工人各司其职，正在忙着生
产、组装LED发光模具。

陈红娟是莲花镇白庄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她告诉记者，在
这里上班，一月工资能拿到三
千多元。“比去外地打工强多
了，还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
赚钱顾家两不误。”陈红娟说。

该厂相关负责人许先生告
诉记者，2018年8月，公司建
成投产运营，共吸纳周边各村
劳动力120人就业。同时，公
司以优惠的政策、宽松的条
件，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到企业工作，并根据贫困人员
的身体条件提供力所能及的劳
动岗位，保证每位有工作愿望
的贫困人员都能有一份稳定的
收入，目前在公司务工的贫困
群众有10人。

随后，记者来到了位于莲
花镇王寨村的漯河宸沅服饰有
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4
年，生产的羽绒裤、羊绒裤誉
满全国。“我本来在外地工
作，得知家乡招商引资建厂，
就想为家乡做点贡献，吸收一
些贫困户，帮助他们脱贫，就
成立了这个服装公司。”公司
负责人李书锋说。

宸沅服饰有限公司有职工
90多人，曾吸纳贫困群众 20
人就业。贫困户在家门口打
工，有了稳定的收入，如今其
中15人已成功脱贫。

推进“造血式”扶贫

“现在镇里老百姓增收致
富的路子广了，收入也相对稳
定了。”莲花镇党委书记洪河
向记者介绍，近年来，莲花镇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加大特色产业扶贫
力度，推动扶贫开发由“输血
式”向“造血式”转变。

过去，莲花镇贫困人口
多、扶贫产业薄弱，镇里结合
实际制订了“一园、两带、三
业”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好扶
贫产业园，建好沿澧河、沿
S241 扶贫产业带，发展种植
业、养殖业、旅游业等扶贫产
业。“依靠扶贫产业园，招商
引进宸沅服饰、华凯工贸等十
多家优秀企业，为贫困户便利
就业提供保障。”洪河说。

为鼓励企业助力扶贫，镇
里结合就业基地产业带贫效
益，积极探索对企业实施“产
业带贫奖励机制”。并依靠沿
澧河、沿S241扶贫产业带等26
家企业、11 家种养殖场户，采
取政府引导、入企劳务、结对帮
扶等方式，带动 200户贫困户
就业，稳定增收。

同时，莲花镇依托湿地公
园旅游业开发建设，协调建设
单位提供保洁、巡逻等多个公
益岗位，帮助贫困户增收。

“截至目前，我镇共有各
类企业、扶贫基地、扶贫车间
等产业扶贫主体 37 家，实现
贫困户就业380人，平均为贫
困户增收两万元左右。下一
步，我镇将重点抓好产业扶
贫，持续推进‘造血式’深度
扶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莲花镇镇
长贾相锋告诉记者。

舞阳县莲花镇

扶贫产业园区生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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